
www.whb.cn

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4 编 辑/孟繁羽 视点 专题

“全员来电”布局细分市场

自2023年制定实施“新能源汽车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上汽新能源汽车全面进入各细

分市场，以鲜明的品牌特色和产品标签，积极满

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抢跑新赛道”创新发展

硕果累累。

北京车展上，智己汽车带来“超级智能轿

车”智己L6，以灵蜥数字底盘、智能生态驾舱系

统IMOS3.0和类SUV多功能智能化空间，全新

定义智能时代高阶智电汽车产品力。飞凡汽车

将展示“20万级纯电SUV价值标杆”中大型轿

跑SUV飞凡R7，以及“20万级电轿市场超值选

择”中大型掀背电轿飞凡F7。

“长续航新主流混动SUV”荣威D5XDMH

开启预售，全系标配最强混动技术、整车性能、

安全防护和智能座舱。首次亮相的MG全新电

动超跑EXE181，瞄准415公里/小时的电动车最

高极速与0.181Cd全球最低风阻，未来将跻身零

百加速“1秒俱乐部”。上汽大通高端超混MPV大

家9和大家7全球首发，在发电效率、动力排量、电

机功率、纯电速域、纯电续航等多个维度均实现

“同级或同排量第一”。上汽通用五菱五菱星光

纯电版正式上市，这是基于全球领先的电智化架

构天舆架构D平台开发的首款双动力家轿。

合资品牌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带来了多款

电动首发和热销车型。上汽大众爆款大单品

ID.3领衔ID.4X、ID.6X一展合资纯电“领头

羊”实力，目前ID.家族累计销量已突破25万

辆。作为同级唯一6/7座纯电旗舰SUV，上汽奥

迪Q5e-tron展示了全新RS竞速版，满足年轻

家庭消费者对更有运动感、更个性化的电动出

行的向往。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IQ纯电家

族最新成员IQ傲歌上市即交付，以不甘循常的

先锋实力带来“美式纯电新选项”；首发上市的

长续航插混新豪华公务舱——别克全新GL8陆

尊PHEV，完美演绎GL8跨时代自我超

越的传奇；雪佛兰首款智电插混SUV

探界者Plus和首款奥特能纯电SUV探

界者EV也首发亮相，带来覆盖全场景

的高品质、高安全、高价值感的智电出

行新体验。

颠覆级技术创新树立标杆

车展现场，全球首款氢燃料增程

汽车——荣威iMAX8氢燃料增程式混

合动力MPV“C位出道”。通过氢能和电能双重

驱动，零碳零排的氢燃料增程汽车带来绿色、静

谧、舒适的高科技出行体验，也成为“中国智慧”

赋能全球汽车行业转型的生动实践。

新车搭载了上汽全球首创的氢燃料增程式

混动系统，包括小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电动轴

驱动系统、大容量动力电池，能够在纯电优先、

智能混动、强制保电三大驱动模式之间灵活切

换。该车纯电续驶里程超过250公里,最大续驶

里程超过1000公里，最高车速160公里/小时，

整车性能和技术水平均为国际一流。

颠覆级技术创新不止于此。在核心技术领

域，上汽围绕“强劲的心”“敏捷的身”“智慧的

脑”，塑造从芯片、操作系统、软件、数据闭环、运

动控制系统、三电系统到对应场景的整车集成

能力，打造全新科技生命体，积极树立技术创新

标杆。

固态电池是整个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新方

向，也是行业竞相争夺的技术制高点。上汽自

主研发行业领先的半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提升

50%以上、电池成本下降10%以上、续航1000

公里以上。该产品已在智己L6上实现量产上

车，以技术实力为用户消除“里程焦虑”。

上汽还在业内首创整车中央协同运动控

制平台（VMC），将过去汽车底盘硬件“各自为

战”的工作方式转化为转向系统、电控减震器、

空气弹簧、电驱等多系统的“智能化团队协

作”，相当于为汽车装上一颗“超级小脑”，让新

手秒变老司机，轻松应对各种复杂路况和行车

痛点。搭载灵蜥数字底盘的智己L6成为首个

能“蟹行”的汽车，在安全、舒适、动力等方面提

升一个代际。

上汽零束银河全栈智能车解决方案也是行

业领先的技术方案，其全栈式电子架构采用类

智能人结构的“中央计算+区域控制”理念，为

智能电动车打造“中央大脑”，车辆将具备自学

习、自进化和自成长能力。2021年，银河全栈

1.0已实现量产，2024年起银河全栈3.0将分布

落地，通过域融合技术实现控制器数量减半、数

据带宽提升5倍、线束长度减少30%、OTA速度

提升70%。

颜值+技术，加码海外市场

传统产业加速释放新动能，近年来，上汽集

团自主品牌、新能源、海外业务新“三驾马车”强

势发力。2023年，上汽海外销量达到120.8万

辆，同比增长18.8%，连续8年保持整车出口国

内行业第一。

2024年，上汽旗下MG品牌迎来百年诞辰，

正在全力冲刺全球销量百万目标。百年献礼之

作MGCyberster，凭借纯正经典的跑车姿态、超

跑级性能表现和新时代的智电体验，成为实至

名归的“中国第一款真正的跑车”，近期包揽德

国红点产品设计奖、德国iF设计大奖、日本G-

Mark优良设计奖世界三大权威设计奖项，开创

中国汽车行业新纪录。今年下半年，MGCy 

berster就将正式登陆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多个

市场。

“中国人首款全球车”MG4EV带来了

XPOWER性能版本，引爆速度与激情。作为

“欧洲紧凑纯电销量冠军”和“中国新能源车型

出口冠军”的双料冠军MG4EV成为上汽全球

品质竞争力的最佳体现。

超高颜值与硬核技术“内外兼修”为上汽加

码海外市场提供源动力。不久前，上汽集团官

宣了全球著名汽车设计师约瑟夫 ·卡班加盟，这

位布加迪威龙超级跑车缔造者、前奥迪外型首

席设计师，正式出任上汽集团创新研究开发总

院设计中心全球设计副总裁，负责上汽创新研

发总院全阵列汽车品牌的前瞻创意和产品设计

工作。

顶级设计大师的加入，一方面表明上汽的

实力得到全球认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上汽加

速进军全球市场的雄心壮志。面向未来，上汽

集团将大力提升设计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准，为

全球汽车消费者提供更优车型。

创新“来电”，上汽集团亮相2024北京车展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于4月25日揭幕，新能源汽车、智能
驾驶以及未来科技成为这个舞台的
绝对主角。

上汽集团以“引领绿色科技，逐梦
精彩出行”为主题，展示智己、飞凡、上
汽乘用车、上汽大通、上汽大众、上汽
通用、上汽通用五菱7家整车企业11
个品牌的97辆新车、10余款首发车型，
总展示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电量
“加满”，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上汽共有
67辆新能源车参展，占总体数量七成，
创下历史纪录。

4月24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彭慧

胜教授课题组的最新成果刊发于《自然》（Nature）

主刊。基于该团队的研究，柔性纤维电池的安

全性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这也意味着柔性纤维

电池研发有望走通科学上的“最后一公里”。

比这则学术新闻更有看点的，是彭慧胜的

科研成果转化经历。过去十来年，他的研究成

果三登《自然》杂志，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应用

难题。但就柔性纤维电池而言，虽然已经解决

了规模化制备问题，并且完成了中试，但产业化

之路才刚刚开启，且充满未知与挑战。

“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并不好

走。”彭慧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目前

遇到的种种挑战。而这些挑战，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也是不少科学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更专业的人士能够加入，

让更多前沿的基础研究变成有用的技术、好用

的产品和商品。”彭慧胜说。

颠覆性创新研究虽有价值，但
也有不确定因素

作为现代电子设备的“心脏”，锂离子电池

前沿研究可谓“兵家必争之地”。而纤维锂离子

电池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结构电池，其中的科

学问题和规模化制备等技术问

题，一直未能被解决。

这一次，彭慧胜课题组

在高性能纤维电池以及电

池织物的研究中取得了新

突破，通过设计具有孔道结构

的纤维电极，实现了电极与高

分子凝胶电解质的有效复合，

并进一步实现了高安全性、高

储能性能纤维电池的规模制

备，建立了纤维电池织物的应

用示范。

彭慧胜从2008年开

始研究纤维电池，埋首实验室五年，于2013年发

表了第一篇论文。在参加学术研讨会和行业峰会

期间，当他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时，科学界同

行和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代表听后都眼前一亮，

不少企业家还特意和他交流，鼓励他继续做下去。

也正是与企业的一次次交流，让彭慧胜体会

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紧迫性。“高性能的电池对

相关企业十分重要，业界十分希望实验室的研究

成果能快速投入应用。”

在研究持续的这十多年里，一直有企业与彭

慧胜接洽，提供研究支持。但如今，走到成果转化

的最后一步，他依旧面临诸多困难。

事实上，不少企业界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也谈到，颠覆性的创新研究虽然有价值，但就企业

而言，要将颠覆性的研究成果落地，还有很多不确

定因素，相比之下，那些渐进式的应用研究型成

果，相对风险更低、落地周期更快，更符合短期盈

利模式。就如彭慧胜团队的成果，虽然对一些科

技企业来说，发展柔性电池也许就掌握了行业中

“弯道超车”的机会，但真要落实到具体生产应用

中，各类风险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从发顶刊到做产品，“视角转换”
并不容易

对彭慧胜团队而言，当他开启成果转化之路

时，感触尤深的，还有“视角转换”之难。“甚至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时

候，做产品比发顶刊的

难度更大。”

就科学家而言，在

从事源头创新的科学研

究时，很少会考虑生产

成本等问题。但真到了

做产品的时候，才发现，

从成本、生产线到产品

标准、质量控制等，所有

这一切都是必须考虑的

因素。

一 项 科 研

成果要走出实验室、实现量产，其间要经历诸多环

节，时间漫长。2017年起，彭慧胜就搭建了中试产

线，开展工程化研究。

工程化一开始，他就有了最切实的感受，团队

中缺少有产业化思维的人。也是从那时起，他的团

队中开始出现了有产业经历的年轻人。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和纤维电子材料与器

件研究院博士后路晨昊、博士研究生江海波和程翔

然都是彭慧胜的学生，其中，前两位都有相关行业

的研究工作经历，他们也是团队最新登上《自然》杂

志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更看重的是，这项成果

是否真的能用，能解决哪些实际问题——这与从本

科一路直升硕博的学生在思考问题方式上完全不

同。”彭慧胜说。

量产已不是问题，亟需企业加盟
推动转化“下一步”

目前，彭慧胜团队建立的纤维电池中试产线，

能够实现每小时300瓦时的产能，相当于每小时生

产的电池可同时为20部手机充电。目前，生产一米

电池的物料成本控制在五角左右。“可以说，实现量

产已经不是问题。”他告诉记者。

高性能电池织物在现实中有广泛的应用，比如

可以制作成兼具防寒保暖、充电功能的多功能服饰

等，更不用说在装备产业中的应用前景。彭慧胜课

题组为了能更直观地展示纤维锂离子电池的应用

潜力，还试制了可充电概念包、多功能消防服等，但

是更多的应用场景仍然需要企业去发掘。

一项基础研究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往往带来广

阔的应用场景，但很多时候需要产业界提前布局，

以满足未来数年可能出现的新的应用需求。

彭慧胜的感受是，在共性问题之外，由于研究

方向的不同，科学家们遇到的成果转化问题还存在

很多不尽相同的情况。但共同点是，结合不同学科

特点，高校和产业界联手，发挥各自不同优势，对成

果转化十分重要。

“术业有专攻，我主要聚焦的是基础研究。”彭

慧胜眼下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产业界的人参与他

的合作，推动转化的“下一步”，真正推动成果落地。

近年来，沪上高校持续加速科技创新策源与科

技成果转化。去年底，复旦大学联合地方政府、国

企及市场化机构等共同发起设立的复旦科创母基

金，首期规模总计达10亿元，重点发掘和投资具有

良好前景的高成长性项目。同时，复旦大学还进行

了赋权改革，将专利的使用权赋予发明团队，再由

团队将该专利进行作价投资。

不过，在学界和业界不少人士看来，要走通科

研成果的转化路，高校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更

多系统的改革措施予以扶持。

复旦大学彭慧胜院士的研究成果屡登《自然》杂志，但他直陈：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并不好走

“弯道超车”技术来了，产业界为何叫好难叫座？
■本报记者 姜澎 吴金娇

复旦大学彭慧胜教授团队通过解决科学

问题，实现了新材料的研发，并打通了规模化

制备的技术路，为锂电池产业开辟了一条可

能的新赛道。虽然科学界企业界都给予成果

极高评价，甚至该成果已完成中试，但却迟迟

未能落地。

不难发现，其实在科学界，这并非孤例。

彭慧胜正在遇到的种种挑战，可以说是不少

科学家在试图走通从科研到产业之路的过程

中都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对彭慧胜们而言，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接力者”，或者更直接地

说，是一个愿意和他们一起冒险，为研究埋单

的人。

从实验室的一项成果，发展成一个可以

落地的产业，其间究竟要打通几重难关？这

是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出台

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不断通过试点，突破

了一些原本的成果转化“禁区”，为科研人员

的成果转化赋能。但是，要让成果转化路走

得更顺畅，或许，除了进一步突破眼前政策

层面的堵点，还要有一些“朝前看”的远见和

魄力。眼下，上海等地相继出台政策，鼓励

各类基金投资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但就

企业而言，更要有一起“下场”、参与转化的

勇气。

从科研规律来讲，当科学家在完成基础

研究时，未必清楚知道这项研究的具体应用

场景在哪里。基础研究成果要继续转化，应

该由企业家来完成“下一步”。因为，再厉害

的科学家也有其局限性，他们善于发现或者

发明，而应用场景却往往来自产业的真实需

求。包括彭慧胜在内的不少科学家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都谈到过，他们对于自己成果应用

场景的想象都还十分有限。

从科学史上看，不少对世界产生过重大

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研发来自于科学家，但

让成果起作用的是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20年，丹麦

物理学家汉斯 ·奥斯特无意间发现了通电导

线旁边的磁针会改变方向，并因此发现了电

流磁效应。随后法国的安培、美国的约瑟夫 ·

亨利、英国的法拉第都在电磁领域有众多发

现。但这些电学先驱几乎都是科学家或热衷

于理论研究的发明家。直到德国发明家、商

业巨子维尔纳 ·冯 ·西门子设计了世界上第一

台真正能工作的直流发电机，其后，美国发明

家尼古拉 ·特斯拉在1887年发明了多相交流

发电机，并与电气公司合作为全美国提供照

明和动力用电，人类才真正进入了电气时代。

从电流磁效应第一次被发现，到电学理

论转化成推动产业革命的生产力，时间长达

67年。而今天，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的时间其

实已经大幅缩短。不难发现，除了科学家和

企业家之间要有畅通的交流机制，一项基础

研究成果能否走出实验室、能走多远，很大程

度上也考验企业家的眼光和智慧。

记者在采访中，多次遇到一些行业头部

企业的负责人。在谈及科学家们的基础研究

时，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基础研究的发现确

实很重要，但要投入应用却并不容易”。更直

白地说就是——基础科研成果，如果真的要

用它来改变行业、改变世界，不仅成果本身要

过硬，要有合适的应用场景，还要有整个产业

链的改造和创新——这绝非凭一家企业之力

就能实现。

对于企业界的这番论调，有科学家也直

言不讳：“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挤在已有的赛道

上，不愿意承担开辟全新赛道的风险。”甚至，

有人将它归结为“企业的情怀不够”。但其

实，盘点那些所谓的“有情怀的”企业，无不是

在基础研究布局中“尝到甜头”的企业。最典

型的，贝尔实验室这家传奇企业实验室，一共

获得了8次诺贝尔奖，诞生了传真机、发光二

极管、数字交换机、太阳能电池等等改变世界

的发明。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贝尔实验室取

得的辉煌业绩，不难发现，正是工业界的激烈

竞争使得一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在基础研究

领域前瞻布局去掌握更先进、更基础的原理

和方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垄断性的优势，

甚至可以说，正是应用的需求拉动了企业对

基础研发的投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本土的企业习惯

于跟随，或者说有不少是技术引进型企业，缺

少在基础研究领域布局的意识和传统，但眼

下，随着国内外产业界形势的变化，如何激发

本土企业对基础研发的热情，至关重要。

谁来接棒彭慧胜们的成果？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姜澎

复旦大学彭慧胜课题组在高性能纤维电池以及电池织物的研究中取得了新突破。图为课

题组试制的编织有纤维电池的织物以及可充电概念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